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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袁对法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理念尧培养体制尧培养方式

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袁得出法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 3 个特征袁即野教育为本冶的培

养理念袁野政府与社会相结合冶的管理体制袁野从学校到精英冶的培养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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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study,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discuses the training concept, system

and ways for bringing up the reserved talents ofcompetitive sports in Franc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of France were concluded, i.e., the training concept of "Education-Oriented",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Integ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nd thetraining means of "From Schools to E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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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策略
张萌萌袁蒋志红

在奥林匹克史上袁法国和英国一样袁参加了所有奥运

会遥 作为奥运会忠实的参与者袁法国不仅对现代奥运会的

复兴做出了贡献袁对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这两大世界体

育赛会组织的创立袁自行车尧网球尧击剑尧现代五项等体育

运动项目的兴起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遥环法自行车赛

和法国网球公开赛等具有鲜明法国文化特征的体育赛事袁
也使得法国在世界体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遥 在

1900 年的夏季奥运会上袁法国曾获得金牌榜的第一名袁这
是法国在夏季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遥 在这之后袁法国在夏

季奥运会上基本保持在第二集团阵营中遥 1998 年法国还

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遥 2012 年在伦敦奥运会上袁法国以 11

金 11 银 12 铜袁与德国同列金牌榜的第六位袁奖牌榜的第

七位遥 里约奥运周期袁法国所设定的奖牌榜目标高于近几

届奥运会平均水平袁这主要是由于法国在近几年的世界最

高水平的比赛中成绩优异袁 夺金和获得奖牌的项目较多遥
法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袁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强项在世界级的

比赛中起到了支柱作用袁另外一方面是重视后备人才的培

养袁把大众体育尧学校体育作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前提袁而竞

技体育也促进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发展遥 对于法国来

说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对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有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袁竞技体育的崛起与衰落也与后备力量

情况紧密相关遥 而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袁如何培养

优秀的后备人才也是永恒的话题和工程[1]遥 本文对法国竞

技体育的培养体系进行了总结袁通过论述来深入分析法国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特征遥

卢梭与顾拜旦所倡导的野体育是教育冶的理念对法国

竞技体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袁也奠定了法国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野教育为本冶的培养理念遥为了使这一理念在法

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得以贯彻和实施袁法国

在 1975 颁布了第一部体育法袁 首次将体育上升到了精神

层面袁指出竞技运动属于教育的范畴袁是教育的重要内容[2]遥
1984 年 7 月 16 日袁法国颁布了叶大众与竞技体育活动的

组织和促进法曳渊以下简称叶促进法曳冤遥 10 年后法国政府又

对该法重新修订袁并于 1994 年 8 月 8 日作为 94-679 号法

令颁布遥 叶促进法曳 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院野大众与竞技体

育活动是每个人平衡尧健康和发展的重要因素遥 冶[3]对于竞

技体育来说袁首先要保证的就是使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

养可以和教育相结合袁这不管是对竞技体育还是对参与竞

技体育过程中的人来说袁都是十分重要的遥 后备人才的培

养也是一个育人的过程袁立法使得教育成为后备人才培养

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遥
因此袁野体育是教育尧文化和社会生活冶 [4]这一理念袁在

后备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始终被摆在重要的位置遥 首先袁通
过立法来确定高水平运动员培养的 4 个目标袁分别是提高

运动成绩袁为运动员创造机会学习感兴趣的科目袁保证运

动员退役后的出路袁保证运动员退役后拥有优质的生活与

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这 4 个方面 [5]遥 在这 4 个方面中袁除了

第一个提高运动成绩的目标之外袁其余 3 个都是和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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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发展息息相关的遥为了更有利于后备人才的个人发

展袁法国后备人才并不会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正规的

竞技体育训练遥 例如袁 在法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摇

篮要要要法国国家体育学院中袁 就很少有年纪较小的运动

员遥 首先袁他们认为一些体育项目没有必要从很小的年龄

就开始进行训练遥 其次袁学院认为训练和比赛成绩不应该

是一切袁培养和教育人才是最主要的遥 而对于已经在国家

体育学院中接受训练的运动员来说袁文化学习也一直与他

们个人的训练并驾齐驱遥为了使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得到保

障袁学院专门研究并制定了灵活的教学计划遥 在这个教学

计划之中袁 针对运动员个人的个别教学和专门辅导较多遥
为了使运动员的学习计划能够按时完成袁有些时候还要专

门利用假期补课遥教练员和教师在平时都会有密切的交流

和合作袁这样可以互通有无袁也可以兼顾运动员的训练和

学习遥在比赛期间袁文化课教师还会随队活动袁从而保持运

动员学习的连贯性遥 文化学习结束之后袁运动员会与社会

上的其他学生一样袁接受会考遥 最后大部分的运动员都能

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袁有的甚至优于其他学生遥 这是对运

动员教育重视的成果袁也说明法国对运动员采取的有针对

性的教育手段是切实可行的遥
除了文化教育袁还有运动员的职业教育遥 法国从可持

续发展和以运动员自身发展为本的角度来规划运动员的

教育尧训练袁以及退役后的职业生涯遥为了使每一个运动员

在退役之后袁都可以拥有使自己立足于社会的工作遥 法国

会根据每一名运动员的需求尧兴趣和爱好袁安排两年的专

业教育袁学习的内容涵盖了各种行业袁包括商业尧新闻尧计
算机等遥 在运动员退役之后袁就业指导部门会根据他们自

身所掌握的技能来为他们推荐职业袁直至他们找到最适合

的工作为止 [6]遥 这为他们退役之后更好地开展职业生涯打

下了基础遥 如果一些运动员在退役之后想要成为教练员袁
或是社会体育指导员袁首先要进行学习和培训袁在考试合

格之后袁才能够获得教练员和社会指导员的资格 [7]遥 这种

运动训练与文化教育相结合的模式袁既使运动员的文化学

习得到了保障袁也为运动员之后的职业道路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遥
总的来说袁 法国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袁

充分发挥了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袁重视运动

员的教育袁将教育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遥 对于法国运动

员来说袁运动竞赛是重要的袁但是袁个人的发展也同样十分

重要遥 虽然参与比赛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赢得比赛袁但
是运动员接受教育和训练的时间也依然应该是均衡的遥体
育并不会成为运动员生活的重心,就像法国跳水冠军克莱

佛一样袁褪去冠军的光环袁她只是电力公司里一名普通的

工作人员遥为了平衡训练和工作袁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袁她
都是上午训练袁下午工作遥像她一样顶着冠军头衔袁但是依

然从事着各种非体育类职业的运动员袁 在法国屡见不鲜遥
这与法国在培养运动员过程中袁重视教育和运动员的个人

发展的基本理念是分不开的遥因为有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和

职业技能袁法国的运动员在退役以后可以像社会中的其他

人一样袁拥有属于自己的职业和生活遥 他们给想要参与到

竞技体育当中的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遥正是在这一基

本理念的引导下袁法国后备人才的队伍可以不断地发展和

壮大袁运动员个人的良好发展也促进了法国竞技体育的良

好发展遥

因为有着比其他国家更严峻的阶级斗争袁与其他国家

相比袁阶级斗争所产生的最终结果也比其他国家更为彻底[8]遥
从 1789 年法国大革命至 1958 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袁
法国的政治体制经历了君主立宪制尧帝制尧共和政体尧议会

制共和政体尧半总统半议会制的发展过程 [9]遥 法国在长期

的探索与发展过程中袁 形成了特殊的半总统制的统治模

式袁这一政治体制袁使得法国政府的权利虽然相对集中袁但
同时又受到议会的牵制和制约遥 法国政治体制的特点袁决
定了法国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也必然不会采取政府统管

全局的管理模式遥 因此一直以来袁法国采用的都是政府宏

观引导袁政府与民间相结合的体育管理体制遥 法国体育在

青年与体育部渊以下简称青体部冤及体育与民间组织部尧法
国奥委会尧单项协会共同管理下有序开展遥 青体部与法国

奥委会尧法国单项协会共同协作尧彼此配合袁构成了法国竞

技体育的顶级领导机构遥法国青体部创立于 20 世纪 80 年

代初期袁是法国唯一的官方体育管理部门袁主要的工作内

容是领导和负责法国的体育管理活动袁并积极推动竞技体

育与群众体育的开展袁在法国的 22 个大区和 96 个省份都

分别设有地方的青年与体育部门袁这些部门都接受国家青

体部的直接管理遥各地区和省的青年体育部领导人都由它

来任命遥法国奥委会和法国单项协会不在青体部管辖范围

内袁但是在工作上还是会互相配合遥 政府各级青年体育部

与各级奥委会始终保持着平行的关系遥法国单项协会则主

要负责项目的管理和发展工作 [10]遥青体部职能的正常发挥

对于法国竞技体育的良好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体育

公务员的资格认定尧高水平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培养尧政策

与制度和全面体育发展规划的制定都属于青体部的责任

范围遥 在健全和完善运动员保障体系尧体育文化教育作用

的发挥和国际体育交流方面青体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遥
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也同样被应用到法国后

备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遥 学校尧政府尧社会在这其中各司其

职袁为培养后备人才提供了多重保障遥这样不仅有利于运动

员的管理袁 也充分发挥了相应部门的职能袁 不仅节约了成

本袁也使得社会资源何以得到有效利用遥为了保障工作的有

效展开袁法国的体育卫生部门还会派出政府行政官员尧教练

员进驻奥委会和单项体育协会来实现政府管理部门对各级

社会体育组织的横向联系遥 为了落实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问

题袁还会加强社会体育组织与教育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遥近
几年来袁 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法国政府的重

视遥 在 2006 年袁法国教育部和卫生部共同签署了一项新的

协议袁 将运动员文化教育的整体规划交于教育部来统一管

理袁这使得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得到了相应的保障遥
在体育场馆的运用上就充分体现了政府与社会相结

合的特征遥 在法国政府的管理下袁法国青少年体育锻炼的

场地袁可以统筹规划和使用袁这一方面促进了场地的有效

利用袁也使得管理更加规范化遥在法国袁青少年的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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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可以充分利用所在区的体育中心的设施遥这类体育场

地由体育中心统一安排袁并制作相应的使用表袁在校的学

生和俱乐部可以免费使用袁一些在学校不能完成的体育运

动项目的教学便在这里进行遥这样一方面为学校和学生提

供了便利袁另一方面也充分使用了公共体育设施遥
除此之外袁与社会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袁不仅有利于运

动员训练袁同样也为运动员就业提供了保障遥 在运动员培

养过程中袁社会中的各个职能部门都会尽可能的提供与之

相关的服务袁来保障训练工作的正常进行遥 运动训练部门

负责运动员训练计划的制定曰卫生部门负责运动员的健康

管理和医疗保障曰就业指导部门负责对运动员的职业培训

和就业给出指导和规划曰体育协会除了负责开展各类体育

活动袁还负责推荐和选拔各个项目的优秀后备人才袁组织

各类培训袁并为国内尧外的高水平比赛做准备遥这种与社会

相结合的管理方式袁使得社会中的各个行政部门可以各司

其职袁为后备人才的选拔和运动员的训练和文化学习提供

便利遥 这样的保障体系袁不仅为选拔优秀后备人才提供了

便利袁也使得运动员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训练和比赛袁在退

役之后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遥

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袁法国一直以来实

行的都是从基础到精英的培养方式袁这也是法国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的一大特点遥 法国依托学校尧俱乐部以及完

善的竞赛体系来层层选拔人才袁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体

系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遥 总体来说袁法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会经过 3 个

主要阶段遥

学校体育在法国青少年后备人才选拔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遥 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袁普及阶段和

提高阶段一样重要袁如果没有好的普及袁后备人才的成才

率也会大大降低遥 在法国 1 200 万学童的体育教育由

35 000 名教师负责[11]遥 法国的体育课程分为两种袁一种是

国家制定大纲的主修课袁另外一种是学校自行设置的选修

课遥 选修放在课外由体育联合会下设的体育俱乐部进行袁
由体育教师负责指导遥 选修课往往和运动竞赛结合在一

起袁通过俱乐部形式组织学生自愿参加遥 学校和当地俱乐

部尧体育协会之间的密切联系袁使得在校的学生可以有机

会接触到很多对技术和运动场地要求相对较高的项目遥除
了体育俱乐部之外袁法国还有国家学校体育联盟和体育运

动协会遥 因为会员数量众多袁法国的国家学校体育联盟是

仅次于足球和网球的第三大运动联盟遥在体育协会和运动

联盟的辅助下袁 各种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得以有序开展 ,

为法国广大青少年提供了一个活动平台遥
法国的传统竞技强项袁例如击剑尧自行车尧柔道尧帆船尧

皮划艇尧射击尧滑雪尧马术等 [12]袁都是在学校和社会中开展

较好的体育项目遥 目前袁法国大部分中学都能达到每周 3 h

体育课及 2 h 体育活动的国家标准袁 小学每周有 8～ 9 h

的体育活动 [13]遥 除了正式的体育课程之外袁学校还会利用

当地的自然资源组织野滑雪课冶尧野大海课冶袁在寒假期间组

织学生去滑雪袁在炎热的暑假带领学生去海边游泳和从事

其他的一些水上项目遥 在不断的影响下袁在这些跟随老师

去滑雪和游泳的学生中袁便产生了专门从事这些体育项目

的学生袁正是这些学生组成了法国竞技体育的后备人才队

伍遥 总体来说袁法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阶段从小学

开始袁让学生在学校阶段就接触到各种体育项目袁并通过

一套明确的学校体育比赛体制袁以及学校之间尧俱乐部之

间举办的运动会袁来发现运动天才遥

法国依据各类青少年体育竞赛中的比赛成绩和各类

测试结果袁来选出最有培养潜力的青少年选手遥 在这一阶

段袁 拥有潜力的竞技体育选手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袁在
比赛中提高自己的运动成绩遥法国有 16 个大区训练基地袁
最有潜力的青少年运动员会被集中在一起进行训练和比

赛[14]遥一般在国家队后备力量训练基地参与训练的运动员

年龄都在 16～ 22 岁之间袁他们都很有发展潜力袁在经过不

断的训练和比赛之后有望代表法国参加国际性重大体育赛

事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虽然运动员被集中在一起进行训练袁但
是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是由教育部门统一负责的遥 学制的弹

性化袁以及灵活的教学形式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袁使每一

名运动员的文化水平都可以达到合格甚至优秀的标准遥
在成绩提高阶段袁法国选择在学校体育中增加竞技运

动成分来保障有潜力的选手能够得到系统的训练袁其组织

形式有院渊1冤业余体育学校遥 俱乐部尧市政府尧青体部及青

年文化宫等共同组织举办袁主要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进行

训练遥 渊2冤专项体育班遥 按专项将数量有限的青少年运动

员组织起来遥这些青年运动员平时分布在正规学校的各班

级袁每星期训练 4～ 5 次渊共 12～ 15 h冤袁并由专业教练员

指导遥 这之中有的体育班直接与单项体育协会挂钩遥 目前

法国有 140 所中学设有这样的体育班袁一般每个学校设一

个项目袁共有 20 个重点项目设有专项体育班遥 渊3冤重点体

育学校遥 全国招生袁学生免费住宿遥 文化课与普通中学一

样袁有单项与多项两种袁目前全国共有 50 多所重点体校遥
渊4冤国立体育运动学院[15]遥

法国精英运动员的培养主要在法国国家体育学院进

行遥 学院下设 4 个部院高水平运动员部尧培训部尧运动科学

部尧医学部[16]遥为了使运动员能够更加专心地训练袁也为了

给运动员退役后提供完善的保障袁在运动员入学前袁学院

就开始着手为运动员提供就业指导袁运动员的生活尧学习尧
训练都由与之相关的行政部门来进行安排和辅助遥另外有

天赋的高竞技水平运动员还有机会享有额外优待袁比较引

人瞩目的几点是院 推迟 / 延长受教育时间和考试时间曰在
体育营地完成兵役曰优先分配在政府部门的职位曰工作时

间可以变动曰享受津贴曰在税收和社会保险方面享受优惠

条件遥
从基础到精英的培养模式袁使得法国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的培养和选拔保持了连贯性遥 以学校为出发点袁从最开

法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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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以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和培养体育运动技能为基本

目标袁到通过俱乐部尧体育协会以及各种各样的体育竞赛

来发现最具有天赋的运动员袁最后进入法国国家体育学院

成为专业运动员遥这个过程中袁社会各方都参与进来袁使得

后备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可以在社会这个大环境当中进行遥
反观我国袁目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还面临着培养主

体单一尧培养模式仍需继续改进的现状遥 除了重视学校体

育课程袁坚持每天 1 h 的课外体育活动之外袁也要通过与

社会中的体育俱乐部和体育组织加强联系袁 扩大培养网

络遥组织各种体育活动来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遥当然袁在
这个过程中还要始终坚持教育与文化训练相结合的培养

模式袁重视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遥

在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袁法国始终坚

持竞技与教育相结合的培养理念袁立足于青少年学生自身

的发展遥在培养体制方面则采取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管理

体制袁通过体育协会和俱乐部来更好地对后备人才实施管

理遥 培养模式方面袁从基层到精英的 3 个阶段袁层层筛选袁
也保证了后备人才的质量遥 在这之中袁文化教育的重要地

位一直都没有被忽视过袁完善的远动员保障体系也为后备

人才的训练生活和学习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遥 学校尧政
府尧社会这 3 方面力量的结合袁使得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

培养得以在以学校为基础尧以政府为主导尧充分利用社会

力量的情况下开展遥 法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袁是在

与法国的社会特点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遥 一直以

来袁 后备人才的培养都是法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的动力源

泉遥 为了使后备人才的培养可以有序开展袁法国体育相关

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遥 我们可以看

到袁在法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中始终保持与教育的

连贯性曰而中国的培养体制中袁学校和体校两个系统袁不仅

造成了运动员文化教育缺失袁也不能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

资源遥法国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中所采取的策略使

我们看到袁文化教育和运动训练的平衡尧社会资源的有效

利用尧 培养模式的科学化和完善的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袁
不仅使法国竞技体育培养的体系更加完善袁也推动了法国

竞技体育的发展袁这也是法国竞技体育得以平稳快速发展

的主要原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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